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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市化下广州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李三虎（广州行政学院）

在全球化维度上，产业融合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在这一主题之下，目

前城市学家提出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概念，其核心思想在于他们揭示了这

样一种城市发展趋势：“大量全球过程，包括日益增多的世界商品、精巧产品和金融

市场集中以及通过通讯系统不断增加的相互连接，都能够导致经济结构融合；这反过

来也在多种多样的世界城市中，产生类似的空间和社会影响。”A 这一趋势表明，全

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城市经济和产业融合，同时产业融合也促进城市结构转型。尽管全

球化力量强烈地影响着一切世界城市的产业融合，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国家和地方政

府力量同样也影响着各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进而对产业融合过程、结果起

着不可忽视的调整和建构作用。广州 2010 年三产比例为 1.75 ∶ 37.24 ∶ 61.01，服务

业产值大大超过工业产值，同时城市化率达到 83%。广州经济发展已从工业化阶段步

入后工业阶段，为此将广州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加以定位，适时地提出了

新型城市化战略部署。100 多年前，广州曾经位列世界城市行列，后来逐步丧失其国

际影响力，现在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不过是为了逐步回归世界城市。其中，在全面

提升经济质量方面，为了突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广州强调“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

兴主导产业为突破口，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集群化、融合化发

展”。这不仅是广州作为世界城市体系的一个节点城市对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产业融合

趋势的政策响应，也是将产业融合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的新引擎推动新型城市化

发展的重要举措。

A　Andre’ Sorensen. Building World City Tokyo: Globalization and Conflict over Urban Space [J]. Ann Reg Sci, 
37, 2003: 520 (51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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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融合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应和意义

在近 20 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管制放松、竞争协同和技术转移加速，越来越多

的产业结构得以根本改变，产业或部门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为了应对这种状态，国际

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开出了“产业融合”的战略管理菜单。近年来，广州重点加快广州

科学城（北区）产业带建设，推动广州国际生物岛、中新知识城、南沙新城等重点区

域和一批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呈现出较好的产业融合态势：一是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投入

增加，2006—2010 年全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比 2001—2005 年增长 1.6 倍，重大产业项

目带动了各种先进技术融合，如以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为主的汽车产业集群不仅产生

了汽车电子电控、发动机、变速器、传动系统等核心技术发展，而且也带动了动力传

动、汽车模具、电子电器、电控集成系统等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二是现代服务

业迅速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会展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物流业等更

是发挥了巨大的渗透带动作用。毫无疑问，广州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产业融合条

件已经成熟：一是第二产业或工业，特别是重型化产业项目受到省产业布局影响而或

调整，其方向已经相对确定，它与服务业、文化产业的关联度强化已经成为产业结构

升级的发展趋势；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迅猛，与诸如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

等进行高度融合也成为城市功能获得高端化提升的前提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推动产

业融合意味着广州地区企业战略行动的重大改变，也是城市结构转型的方向所在。当

前广州正处于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致力于产业融合是广州融入世界城市体系和增强城

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一）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通过加快产业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有

利于增强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或一线城市 GDP 占有较大比重，是该国次级城

市或二线城市的两倍。A 2009 年，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继上海、北京之后成为

GDP 超万亿的特大城市，其在国家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但广州未来经

济发展，毕竟要面临一种“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城市激烈竞争格局（参见表 1）。

为了强化国家中心城市地位、跨入世界先进城市行列，广州必须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到 2016 年 GDP 突破 2 万亿元。在这种发展要求之

A　H.V. Savitch and P. Kantor. C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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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必须把握目前信息革命引发的全球性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打破传统产业或企业间

的分工界线，形成一种新的分工链条，通过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组合，建立起一种有

序的产业内或企业内部的分工链条网，加快建设高端化、集群化、融合化的现代产业

体系，提高广州产业整体竞争力。从微观上讲，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积累、创意

组合、水平解决方案和标准设定并致力于商业策略变革和市场或产品定位，产生新的

产业形态或新的增长点，以赢得广州城市经济增长优势。从宏观上讲，推动企业以及

企业之间采取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策略并实现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发展，使

传统产业创新、产业关联度、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形态、产业区域布局等获得提

升，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整合，增加就业和推动人力资本发展，以推动广州城市

人口和空间结构向高端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升广州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

表 1� 中国城市GDP排行变化情况

排序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城市 GDP（亿元） 城市 GDP（亿元） 城市 GDP（亿元）

1 上海 14901 上海 16872 上海 23500

2 北京 11866 北京 13778 北京 19000

3 广州 9119 广州 10604 广州 15000

4 深圳 8245 深圳 9511 深圳 14100

5 天津 7500 苏州 9168 天津 14000

6 苏州 7400 天津 9109 苏州 13600

7 重庆 5856 重庆 7894 重庆 12500

8 杭州 5099 杭州 5946 成都 9300

9 无锡 5000 无锡 5758 杭州 9000

10 青岛 4900 青岛 5666 武汉 8800

（二）以世界先进城市为标杆，通过加快产业融合集聚全球资源，将有利于提

高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服务功能地位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国际吸引力

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交易取代传统世界贸易，经济资源成为国

际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城市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集聚地点，

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战略节点，在全球化经济中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自改革开

放以来，广州领开放之先，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节点城市。FDI 不仅在广州“第

一产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比重大致缓慢上升”的城市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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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对国内投资有着很强的引导带动作

用”A。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既要以一种开放姿态成就全球

资本高度集聚的战略节点空间格局，又要使自身进入一种新型城市化的内生过程，拥

有能够吸引资本流动的先进技术、高级基础设施和高端人力资本以及古老城市文明资

源传承和本土文化特色保持，以支撑其持续吸收全球资本进入本国经济体系。产业融

合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或产物，当然也有助于推动城市集聚全球资源。在后金融

危机时代和后工业发展阶段，广州将自身置于世界先进城市的坐标体系中加以定位，

提出了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重点。其意义在于，推动现代服务

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融合发展，必将大大提高广州城市对来自不同经济类型的人

力资本、高新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国际吸引力，实现一种“外国直接投资与自主创

新的双引擎”发展状态。B

（三）着眼于高端要素集聚，通过加快产业融合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和延

伸程度，将有利于升华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

在全球化过程中，专业性服务无疑构成了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又一核心特征。

在以往近 50 年的世界城市历史进程中，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就业率呈现出

大幅度衰减趋势。诸如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领先的特大城市，不得不通过重组或

调整经济结构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由此来恢复其就业水平，其基本产业融合机理就在

于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延伸、渗透和融合效应。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全球城市，

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是其所在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例的两倍。C 广州目

前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符合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向。近年来，广州全

面启用亚太地区最大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亚太信息引擎”，率先在国内实现无线宽

带规模覆盖，实现“三网合一”；启动了广州超级计算中心、国际云计算中心等智慧

城市基础平台建设，实施“天云计划”，大力推进智慧广州建设。目前，广州信息化

综合发展指数为 0.946，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信息技术的产业融合意义逐步呈现

出来。要适应这种趋势，从制造业向提供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专业化服务转变，倡

A　王建军，吕拉昌．FDI 对广州产业优化的机理分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
97．

B　李耀尧，邱永华．双引擎推动：FDI 与自主创新：对广州开发区产业结构演变与升级的考察［J］．商场
现代化，2010（27）：129-130．

C　S.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2nd Ed.)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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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新广州·新服务”，提高生产性服务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和延伸程度，产生出新的

产业形态、就业形式和集约发展方式，进而增强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三位

一体的城市持续发展能力。推动低碳技术的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高端化中低碳化

和低碳化中高端化，夯实城市低碳经济的基础，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达到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新型城市经济发展形态。强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高

级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多维度渗透，打造高品质城市，构建以智慧元素、创新元素、知

识元素推动发展的新型城市运行形态。把民生幸福当作最高追求，强化文化引领功

能，打造以工促农的城乡融合，形成花城、绿城、水城一体的高雅空间品质，彰显城

市地方风格，不断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城市吸引力。总体而言，只有通过产业融合促进

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找准创新驱动、内生发展轨道，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建设迈上新台阶，使广州从国家中心城市逐步步入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

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产业融合发展方式选择

目前，产业经济理论表明，产业融合是两个或多个迄今为止还处于分离状态的产

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产业融合不是原有不相干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于技术进步、

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

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

现一种新型的竞合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

过程。产业融合存在多种情况，如信息技术—通讯—传媒—娱乐融合（或称“数字融

合”），化工—制药—食品融合（如药品—化妆品融合，食品—药品融合等），金融—保

险融合等。但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广州必须要着眼于城市结构的整体转换，宏观、

系统地设计自身的产业融合发展方式。

（一）加强三次产业的宏观水平融合，重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都市农业—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

目前，广州第三产业比重在 60% 以上，是一种“321”结构。这种结构并不说明

非经济服务化越高越好，应该特别警惕超越第二、三产业的“非经济服务化陷阱”。

广州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方向应该是“321”梯次延伸和渗透，包括第三产业与第二

产业融合、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三种融合方式，重点

是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都市农业的融合及其具体融合方式。

第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化，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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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融合，特别是要重视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科技服务等对

先进制造业的渗透作用，并促进制造业分化产生新的服务业业态。广州的这种产业融

合较早为人们所注意，目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即制造业领域

的服务性活动所占比重日益提高，不仅制造业领域原有的服务性活动（制造业的内生

型服务化）大幅度增加，而且被并入制造业领域的外部服务性活动（制造业的外延型

服务化）大幅度增加；二是硬件产品软件化，即制造业产品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控制、

操作和应用性软件系统，以至于这些软件系统价值在产品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超过物

质部分，如汽车制造、精细化工、电子产品、重大装备等产业都表现出硬件产品软件

化趋势。在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方面，要特别重视商贸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

务—科技服务等向先进制造业的延伸和渗透，注意促进制造业分化产生新的服务业

态，如汽车—金融、汽车—保险、技术制造—研发服务外包、虚拟制造等。在这种意

义上讲，应着眼于第二产业发展，大力加强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流通

性服务业发展，继续深入推进传统第二产业的高新技术改造，促进先进制造业通过产

业融合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第二，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推进以城带乡发展，重点是都市农业—海洋产

业—生态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广州的郊区不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

源，而且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广州不仅具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自然景观、原生

态保护区，而且具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广州的郊区山河纵横，南边临海，自然地

理、地貌十分丰富，生物资源、农业资源、海洋资源在世界大都市中也是首屈一指。

广州作为历史名城，其名山、秀水、森林、临海等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休闲娱

乐景观，使广州郊区对珠三角乃至海内外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把都市农业、海洋

产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不仅有利于开发就业潜

力，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而且有利于促进城乡生产功能、生

活功能、生态功能、休闲功能集成，满足市民休闲需求、增加农民收入，提高都市农

业和海洋产业品位。

第三，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促进以工促农发展，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

制造业—都市农业融合发展，具体是制药—食品融合，生物—能源融合，生物—材料

融合，生物—海产融合等。就城乡统筹来说，必须要落实以工促农政策。具体到高新

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对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的延伸和渗透，必须要推动制药—食品

融合、生物—能源融合、生物—材料融合、生物—海洋融合等，促进保健营养品、绿

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材料等业态发展，提高都市农业和海洋产业的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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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产业内部的微观垂直融合，立足上下游市场的技术融合与替代品和

互补品的产品融合，重点沿着高新技术研发产业化—产业技术融合—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的产业融合路线，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

宏观水平的产业融合落实到微观上来，就是要强化技术创新—技术融合—产业融

合的垂直重组（参见表 2）。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向其他产业的垂直渗透和融合并产

生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在产业内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生

物芯片、纳米电子、三网融合（即计算机、通讯和媒体融合），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农

业高新技术化、生物和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改造（如机械仿生、光机电一体化、机械

电子、电子商务、网络型金融机构等）。这种产业融合不仅会使某些传统技术和产品

消亡，而且也会改变某些传统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方式，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着城市产业

结构高端化发展。

微观垂直的产业融合包含四种方式：一是上游市场的技术融合，即不同产品生产

越来越依赖于同一技术，即通用技术和共同技术发展（如信息技术等）；二是下游市

场的技术融合，即现有产业的技术资产用于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如个人数码助理或

掌上电脑就是从通讯、电脑、娱乐和计算器的技术融合发展而来的；三是替代品的产

品融合，即一个产业提供的产品功能迅速对其他已有市场进行替代，如 3G 标准的产

生使掌上电脑与移动电话在功能上得到融合等；四是互补品的产品融合，即各种产品

或服务之间相互补充，如互联网标准和技术使得计算机和电讯服务相互补充等。A 前

两者作为技术融合必然会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后两者作为市场融合则会对不同产业的

需求方式起到变革作用。

目前，广州必须要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

意产业和都市农业领域，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融合的推动力，沿着高新技术研发产

业化—产业技术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融合路线，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技术—

市场融合，着力研发核心技术和共用技术，强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

源技术、环保技术等向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文化娱乐和传统农业渗透，促进电

子商务、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新材料新能源、低碳环保、

海洋经济等新型业态生成。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技术革命中“纳米—生物—信息—

认知”（NBIC）的融合技术发展趋势，结合技术研发—市场需求，强化自主创新，力

A　Nils Stieglitz. Industry Dynamics and Types of Market Convergence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it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Dynamics of the New and Old Economy - Who is Embracing Whom”, June, 2002: 
1-36.

http://baike.baidu.com/view/7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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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产业、新材料与高端制造、时尚创意、新能源与

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有新的突破，形成集“广州价格—广

州服务—广州制造—广州创造—广州标准—广州老字号”于一体的高端化产业发展

格局。

表 2� 产业融合的垂直重组框架

融合驱动 融合类型 融合结果 企业效应

技术：
加工技术

技术平台

互联网 / 网路

标准

管制放松：
电讯管制放松

金融管制放松

商业策略：
创新 / 新组合

战略 / 多样化

定义：
两个或若干产业合并，

这些产业的边界最初限于

企业生产相邻替代品，迄今

为止还相互处于分离状态

替代品融合，不同产品

类型享有同样特征并为终

端用户提供相同功能

互补品融合，以往不同

产品现在捆绑在一起形成

新的附加值级产品

产业方面：
准入门槛降低

竞争力增强

市场扩大

垂直集成 / 水

平结构

价值量重组

合作与联盟

不确定性：
合作

研发 / 创新

多样化

兼并与收购 / 垂直集成

资源缺口：
权限破坏或模糊

能力重组

学习型组织

动态能力培育

（三）着眼于城市空间设计，以战略性发展平台推动产业之间的空间融合，全

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乡一体发展水平

第一，重点推进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六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九大创新型产业发

展区和九大功能性发展平台建设，使它们成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高端化空间融合的新引擎。传统城市化衰减不是因为工业化退

却，而是因为新兴产业尚未获得空间集聚。新型城市化就是要借新经济之势，以知识

扩散填充创业之井，促进技术融合和创新集聚的经济发展。突出广州开发区、南沙开

发区、增城开发区“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示范带动作用，强化自主品牌创造和

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推动汽车、造船、装备、数控、石化、钢铁等制造业集群发展及

其跨区域产业链条延伸和技术高端化升级，使生产、研发和贸易相互融合。打造天河

广州国际金融城、琶洲会展总部、白云新城商贸文化区、白鹅潭现代商贸区、城市新

中轴线高端服务业区、黄埔广州临港商务区等六大现代服务业功能区，以此来承载金

融保险、商贸会展、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

业对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渗透和服务。推动中新广州知识城、天河智慧

城、广州国际创新城、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区、广州文化产业基地、广州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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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城、越秀核心产业功能提升区、广东从化经济开发区等九大创新型产业发展

区，促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产权交易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人才交流培养平台、检

验检测认证平台、商务服务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平台、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台、

现代农业发展平台等九大功能性发展平台，实现技术、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的加速

集聚和高度融合，使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对接和协调

发展。

第二，加快建设中部中央商务及文化产业区、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带、西部现代商

贸和文化产业区、南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国际化临港经济区、北部临空产业集聚

区和生态产业区，形成产业融合的区域合理分工格局。广州通过“东进、西联、南

拓、北优、中调”的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多中心、组团式、网络

型”的城市结构。目前广州在这一构架基础上，推行提升一个都会区（已经建成的主

城区，包含中心城区和西部老城区）、打造两个新城区（南沙滨海新城和以科学城、

中新知识城为核心的东部山水新城）、建设三个副中心（把花都、增城、从化的县城

作为整个广州的副中心，进行拓展、优化和提升）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按照这一布

局，在产业融合方面，整个都会区要突显高端商贸服务和文化产业引领功能，保障和

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整个市域产业融合提

供支撑。两个新城区的东部区域要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带，南部区域形成高端装备制造

业基地和国家化临港经济区，体现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融合发展，

引领城市转型升级和创新融合。三个副中心建设涉及北部临空产业集聚区和生态产业

区建设，一方面要通过临空产业集聚区集聚航空物流，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区域产业对

接，另一方面要通过中心市区边缘—郊区—镇村—田园空间整合，结合北部地区的区

位优势、自然景观和人文主题，推动都市农业—生态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与

协调发展。

三、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传统城市化瓶颈

传统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硬输入”，

新型城市化强调的是知识、技术、信息、创新创意等高端要素的“软输入”。与“硬

输入”的外生增长不同，“软输入”更加强调内生增长。但在尚未完全步入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之前，广州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仍然面临着

沿袭传统城市化的各种障碍。这包括技术瓶颈、人才障碍、需求局限等非制度性因素

和管理、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其中，制度性因素是前提条件，影响到整个产业融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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